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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下的中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 ,不仅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即以不断提高硬实力的同时 ,也需重视提高软实力。软实力的提升不仅是提高综合国力的

逻辑指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同时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有效手段。尽管约瑟夫·

奈“软实力”理论还存在一些局限 ,但是却为我们分析怎样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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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的国际舞台上 ,中国长袖善舞 ,一年中主办三大峰会 :

第五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15 周年

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年中云集于此的各国元

首超过 50 位 ,各国媒体在盛赞中国外交盛会深远意义的同时 ,不

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称谓 :“Chinesesoftpower”———“中国的软实

力”(国内译法不一 ,有软权力、软国力 ,但目前大多认同软实力这

一表述) 。

“软实力”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 (Joseph Nye)

于 1990 年出版《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2004 年 ,约瑟夫·奈又出

版了《软实力 :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 》一书 ,更加充分和完

整地阐述了软实力理论 ,并试图对软实力进行一些测定和衡量。

随后 ,软实力一词风靡全球 ,为上至政治家、外交家 ,下至平民百姓

所频频引用。软实力理论认为 ,一国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

两个方面。硬实力通常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及其他一些

方面 ,如领土、人口、科技、自然资源等。而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

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诉求 ,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

想的结果的能力 ,即让其他人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能力。”它包括

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软实力一般是指无形的、抽象的 ,

非物质性的力量。软实力靠的是吸引力和感召力 ,具有自愿效仿

的特点。如果说 ,硬实力是指主要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

利诱和威胁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 ,而软实力依赖政治、思

想、文化和政策的吸引使别人自愿“追随自己”。约瑟夫 ·奈认为 ,

“软硬两种实力均属重要 ,在全球信息时代 ,软实力变得比以往更

重要了。”[1 ] P151并且还认为“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 ,所有这三

种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软实力 ,都是不可少的 ,尽管在

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作用”“21 世纪的力量将依赖于有形和无形

的这两种力量源泉的结合”。[ 1 ] P151具体说 ,软实力有如下表现 :第

一 ,文化的吸引力 ;第二 ,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感召力 ;第三 ,制

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 ;第四 ,恰当的外交政策。第

五 ,国际形象、国家领导人的魅力和亲和力。第六 ,国家和民族的凝

聚力。概括说来 ,软实力表现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对外 ,体现

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魅力 ;对内 ,则表现为一个国家或

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虽然在实践

上存在难以定量分析的局限 ,但是他的一些观点为我们分析怎样

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它提醒我们克服在现代化建设中

过于侧重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简单化倾向 ,帮助我们在经济

的发展的同时全力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国际环境

的建设。

一、提升软实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逻辑指向

众所周知 ,当今世界 ,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那么 ,

如何对一国的综合国力进行考察和计算呢 ? 美国克莱因教授 ( Ray

S. Cline)提出对国力计算的“权力方程”,方程的第一部分是客观实

力或硬实力 ,第二部分是主观实力或软实力 ,而综合国力是两者的

乘积。[2 ] P408而国内黄硕风教授将权力分为物质和精神因素两大

类 ,提出所有权力不外乎“物质力、精神力及其影响力”。[ 3 ] P87 而

且 ,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 ,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

但是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 ,而是二者之积。也就是说 ,如果软实力

等于零 ,那么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就等于零。

其中“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 ,软实力则是硬实力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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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深厚的经济力量不但可以作为硬实力在经济层面的行使手

段 ,也可以转化为国家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必须看到 :任何软实

力 ,都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 , 离开了硬实力 , 软实力无以附

着。”[4 ] P553进一步说 ,硬实力的积累和提升 ,将为软实力拓展了空

间。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软实力反过来可以有助于增强硬实

力 ,从而全面增强综合国力。比如美国 ,建国后不久就先后提出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等 ,在国际上

树立了与老牌殖民国家不同的形象 ,国际吸引力大为增强。由于

一直重视“软实力”的塑造 ,美国一度被美化为“世界的乐土”、“民

主的灯塔”,各国人才纷纷涌入美国。“冷战”结束初期 ,美国通过

电影等文化商品 ,从基本制度和发展模式对这次“胜利”大肆宣传 ,

甚至利用经济援助条件将其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各地 ,美国的“新自

由主义”模式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典范 ⋯⋯并且在目

前 ,美国之所以能在当今占统治地位 ,除了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发达

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体系 ,也因为美国拥有最强大的信息和知识体

系。从某种角度来说 ,美国在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独占鳌头的地

位是其根本。

同时 ,我们必须要注意 :将软实力归结于硬实力的简单反映 ,

或者说是一种简单的映射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如果这

样的话 ,就会认为硬实力提高就必然带来软实力的上升 ,进而过度

迷恋硬实力。比如 ,日本目前号称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国家的硬

实力非常强大。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以百亿

美元为单位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 ,拉选票。但是 ,日本政府很多人

却公开否定历史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参拜“靖国神社”,搞“教科

书”事件等等 ,这样就严重伤害了二战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民族

感情 ,使国家的软实力下降。日本花的钱再多 ,也买不到足够的政

治支持。由此可以证明 ,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

实力 ,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其所作所为被国际社会视

为一种威胁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影响

力、国际魅力就会很低。

总之 ,硬实力和软实力缺少了哪一方面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发

展 ,硬实力有时候是可以短期获取的 ,而软实力只能立足于本身 ,

从潜移默化中逐步提升。当然 ,人们对软硬实力的认知和重视程

度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在发展的前期 ,人们可能更多侧重于硬实

力的提升 ,而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志的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 ,软实力的提升就应放在应有的高度。

二、提升软实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 29 年来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综合国力迅速上

升 ,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 ,作

为一个“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在发展过程

中难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 ,我们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

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

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5 ]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 ,给我国发展进步

带来巨大活力 ,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如 :城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就业、社会保障、收入

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 ;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 ;一

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

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 ;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

较严重等等。这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转型期出现的问题如果

不及时解决 ,就会影响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顺利

发展 ,就会影响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价 ,就会降低广

大群众参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就会削弱我党路线方

针政策的顺利实行。

问题怎么解决呢 ?当然 ,我们首先“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

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

的物质基础。”[6 ] 但是 ,我们也同样应该认识到 ,单以经济、军事等

硬实的提高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同时也要从文化、价值观念、体

制建设等软实力因素中来寻求突破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曾指出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 ] P9

其实 ,在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概括成关于有关人的

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 (不同阶层、不同

地域等之间的问题)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且 ,这些问题最终

落脚到在科学发展中如何保证人的利益问题 ,也就是如何让最广

大群众平等地享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果的问题。所以 ,党

中央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并以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着力发展社会

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

创造活力 ,走共同富裕道路 ,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由此可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

及其实践 ,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有助于推动经

济的持续、协调的发展 ,以此推进硬实力建设 ,而且 ,在提升国民思

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号召力等方面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

和促进作用。如果中国在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和

谐 ,那么中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真正的提升 ,那时中国的实力不仅

来自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更来自于整个社会所体现出的“公

平、正义、友好”的和谐程度 ,来自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满

意程度与信任程度 ,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参与度、积极性和热情。一句话 ,来自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三、提升软实力是应对国际环境的有效手段

随着国力的迅速增强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外交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头戏。和平发展要求中国争

41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李 　彬 :论提升软实力的价值意蕴 2008 第 1 期

取保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 ,同时也要以自己

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并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消除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恐惧。但是 ,国际社会面临中国的

快速的发展 ,总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如 90 年代兴起的“威胁

论”、90 年代中期的“崩溃论”到世纪之交的“统计掺水论”等。这些

声音一方面的确是一些反华势力的叫嚣 ,“霸权国家要防范崛起国

取代其霸主地位 ,比崛起国实力强的大国又会担心崛起国超过自

己 ,与崛起国实力相当的国家则不愿被落在后面。”[8 ] P64某些西方

大国打着维护和平的大旗 ,实则是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 ,试图全方

位遏制中国。同时另一方面 ,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发展存

在忧虑。因为在历史上 ,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

序的严重失衡 ,甚至引发世界大战。比如 ,16、17 世纪的西班牙、英

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德国、日本 ,都是如此。因此 ,对大国的崛

起的模式往往就形成了经济发展 - 军事扩张 - 资源掠夺 - 争霸、

称霸的印象。所以 ,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 ,国际上产生了一些我们

看来不必要的恐慌。由是 ,我们只有在外交、文化、发展模式等加

强与各国的互动交流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信任 ,才能消除和弱化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担忧。比如 ,我们倡导“和谐世界”

的理念 ,坚持多边主义外交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 ;积极加入经济

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程 ,注重开展经济外交 ,提倡合作共赢 ,增强

了中国经济的辐射力 ;“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和

“睦邻、安邻、富邻”的亚洲政策 ;通过加大文化交流的力度 ,自觉开

展文化外交 ,不断增加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等。这些都是

当前中国为增强软实力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 ,我们不但需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 ,还应该在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下 ,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毕竟 ,软实力和硬实力就如“车

之双轮 ,鸟之双翼 ,和则双美 ,失则两伤”。只有软硬实力都增强

了 ,中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会名符其实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才会充满希望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 ·奈著 ,郑志国等译. 美国霸权的困惑 [ M ] . 北

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2 ]参见倪世雄著.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M ] . 上海 :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01.

[3 ]黄硕风著. 综合国力论 [ M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2.

[4 ]Joseph S. Nye , J r.“Limit 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2
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ume 117 [J ] . 2003 - 03.

[5 ] [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议[ N ] .人民日报 ,2006 - 10 - 19.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M ] .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72.

[8 ]高全喜主编. 大国[ M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朱德东)

On value signif icance of upgrading sof t power

L I Bin1 ,2

(1. Department of Hum 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 S chool of S cience , PL A I nf 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 y , Henan Zhengz hou 450001 ;

2. S chool of Pol itics and Publ ic A dminist ration , W uhan Universit y , Hubei W uhan 430072 ,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 when China implement s scientific develop ment outlook and const ruct s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 China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regard economic const ruction as center but also

should emp hasize upgrading sof t power while hard power is raised. The upgrading sof t power is not

only a logic direction and necessary choice for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 ruction but also is an effective

met hod for dealing wit h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 Alt hough t he t heory of Josep h S. Nye ,

J r . has certain limitation , a new angle for how to analyze overall develop ment is p 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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